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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地区 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交汇6
分化和存留的枢纽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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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都江堰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地2自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2位置特殊2是大尺度复合性的生态过渡带?各种

地理要素在此交汇过渡?气候处于中亚热带2植被基带为常绿阔叶林?由于气候温润2加上地形崎岖2岭谷相间2物种交

汇6分化强烈?境内最高山光光山海拔 @A8!B2高于附近平原 C88"B2植被垂直带谱清晰完整2是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

保护关键区的代表?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生态过渡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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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_PHLSKJL
%‘’-%a45b=cd 7efghijkfljmnoiphlhlqrlstimlkfljhuvwtflwf2xftytlzoltsfi{tj|2xftytlz2#""89#2}~tlh:

!YTSVKUS;cd"#45b$45%&b#/5#’0/(4)&*/5)a&+&’)&,5-/,*&,B/d5)4#5’/.,#(ad45/4’#52)a&),45’#)#/5

-&0).,/B0#5b145b204)&4d)/%a&5b*d304#51+)’34,)#(d04,3/’#)#/5B44&’#)434,)/.)a&04,b&=’(40&2

(/B3/’#)&&(/)/5&/.%a#54245*54,#/d’b&/b,43a#(40&0&B&5)’4’’&B-04b&45*),45’#)a&,&1%0#B4)#(400$2

#)0#&’#5)a&B#**0&’d-),/3#(401/5&245*)a&-4’#(-&0)/.5&b&)4)#/5#’&5&,b,&&5-,/4*=0&45&*./,&’)’1/&=

(4d’&/.)a&+4,B45*B/#’)(0#B4)&45*)a&,dbb&*)/3/b,43a$+#)a40)&,54)#5ba#baB/d5)4#5’45**&&3

5400&$’2#)#’)a&304(&+#)a’),/5b4’’&B-04b&45**&..&,&5)#4)#/5/.-#/)#(’3&(#&’1&a&*d45b=bd45b

6/d5)4#52)a&a#ba&’)3&44+#)a#5)a#’,&b#/5+#)a45&054)#/5/.@A8!B2C88"Ba#ba&,)a45)a&5&4,-$

304#52)a&5&,)#(40-&0)’/.5&b&)4)#/5#’*#’)#5()45*3&,.&()45*,&3,&’&5)’)a&5/,)a&,534,)/.‘&5b*d45

6/d5)4#5 )a&’&(/5*(,#)#(40,&b#/5’./,-#/*#5&,’#)$>(/5’&,54)#/5#5%a#541

7FN8PV[T;-#/*#5&,’#)$>&(/)/5&>(,#)#(40,&b#/5./,-#/*#5&,’#)$(/5’&,54)#/5
文章编号;#"""="<CC7!""":"#=""!8="9 中图分类号;0#@< 文献标识码;$

都江堰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山地2约北纬 C"9@A:至 C#9!!:2东经 #"99!A:至 #"C9@9:2是中国大地貌划

分的三个阶梯的第一个阶梯的东缘2即从青藏高原的第一阶梯向位于第二阶梯的成都平原过渡的地域7图

#:;#<?北面有岷山山系2西面是邛崃山系2东北有龙门山系?龙门山系由一系列北东=南西的山岭组成2岷山

和邛崃山则以南北纵列的山岭为主?它们的一般高度分别为 A"""B6@"""B和 CA""B1境内最高峰光光山

海拔 @A8!B2东部山麓平原约 9""B2在约 C"4B的水平距离内2高度相差达 C88"B2地形陡峻?山岭重叠6高

山深谷相间6谷地狭窄6河流湍急是地貌和水文的总的特点?气候属于中亚热带2是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

和青藏高原高空西风急流南支两股气流交汇地区?##月至翌年 @月在西风急流控制下2天气晴朗2寒冷干

燥>夏半年7A月至 #"月:在东南季风影响下多阴雨天气?由于北有秦岭2东北有米仑山2西有邛崃山等高山

阻 挡北来寒流2所以冬无严寒?年均温 #"=左右2一月均温为 >=2极端最低 ?A1"=?冬季温度比同纬度2
同海拔的华东地区要高 !@@=?A#"=的年积温 @>991#=?夏季由于迎接来自太平洋的东南暖湿气流与

B盆地效应C形成的沿盆周山地下沉的冷湿辐合气流在山坡相遇2形成降水2因而地形雨十分丰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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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大地形三阶梯的划分及都江堰地区的位置"!#

$%&’! ()*+%,%-%./.0123&*4-521*&*.6.37).1.&%5218)3**

-82%3-.09)%/22/+8)*7.-%8%./.0:;<%2/=2/3*&%./

> 第一阶梯 $%3-8-82%3? 第二阶梯 @*5./+-82%3A 第三阶梯

()%3+-82%3

名 的B华西雨屏C带的一部分D由于雨量丰沛E年

降水量 !FGGH!IGG66JK云雾多K日照少E年日照

时数 只 IGGH!GGG)JL湿 度 大E年 平 均 相 对 湿 度

IGM以上JD都江堰地区气候的另一特点是垂直

变化显著D降水量在海拔 NNGGHNIGG6的高度形

成高峰K由此向上向下都逐渐减少D在这种温暖

湿润的气候条件下K地带性植被发育形成生物多

样性丰富的常绿阔叶林K而且优势树种是樟科的

桢 楠EOPQRSRTPRUUVUJ和 四 川 润 楠EWVXPYZ[\

\YXP[VURU\Y\J等D

] 大尺度L复合性的生态过渡带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_K在我国陆

地范围内确定出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

域D其中第二个是B岷山4横断山北段CD都江堰地

区正位于横断山向岷山过渡部分D它的这个位置

使它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K处于十分独特的

地位"N#D

图 N 中 国 气 候 区 划 中 的 都 江 堰 及 邻 近 地 区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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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温带 c%+48*67*328*b./*

A 暖温带 d23648*6*328*b./*

e 北亚热带 f.38)-;‘83.7%521b./*

g 中亚热带 c%+4-;‘83.7%521b./*

h青藏高原区 i%/&b2/&7128*2;3*&%./

都江堰与其邻近地区是一个多种地理要素交汇的区

域D它是中国中部的 一 个 大 尺 度L复 合 性 的 生 态 过 渡 带

E*5.8./*JD处于中亚热带K北亚热带和青藏高原区 F个气

候区的交汇过渡K北距暖温带K中温带也不远E图 NJD植物

区 系 上 当B横 断 山 脉 植 物 区 系 地 区C向B华 中 植 物 区 系 地

区C的过渡K北面不远就是B华北植物区系地区C的黄土高

原亚地区E图 FJD植被上它靠近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L北

亚 热 带 常 绿L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L暖 温 带 南 部 落 叶 栎 林L山

地寒温性针叶林和高寒灌丛草甸E图 jJD动物地理上K西

南 山 地 亚 区L西 部 山 地 高 原 亚 区L黄 土 高 原 亚 区L青 海 藏

南亚区几个动物地理区的过渡E图 kJD当然各图上所示各

种类型之间的界线K由于成图时野外调查资料不足K并不

甚 精 确K进 一 步 调 查K它 们 的 位 置 可 能 会 有 所 变 动K但 多

种类型在此交汇K则是公认的事实D总之K这里是一个多

种地理要素交汇L过渡的大尺度复合性的生态过渡区E多

带的交汇JK这样的过渡区在中国独一无二D
生态过渡带是B一个景观之内或在更广阔的大陆尺

度 上生物群域E‘%.6*J之间过渡的地区K这些过渡地区有

它们自己的特定的特征K例如K生态过渡带通常生物多样

性较高K它们通常含有出现于相邻群落中的物种K以及对该生态过渡带独特的物种C"jHl#Kmn D
如上所述K都江堰及邻近地区不仅处于两个生物群域之间的过渡K而是处于多个群域之间的过渡D它

既处于亚热带到暖温带的过渡K又处于温湿的平地E海拔 oGG6J到高寒的高原E近 lGGG6J的过渡D由于它

pN!期 陈昌笃q都江堰地区 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交汇L分化和存留的枢纽地段

m

n 华西野生植物实验中心K都江堰市林业局E!pppJK中国都江堰市植物名录D

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主编ENGGGJr都江堰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r成都q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K待出D万方数据



图 !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中的都 江 堰 附 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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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北极植物区 <,-=>084&8?/,7@

A亚 洲 荒 漠 植 物 亚 区 >3&,4&8B/3/04C7,-4

3*10/,7@

;ADE1F中亚东部地区G西南部蒙古亚地区

H,34/0- :/-40,7=>3&,- 0/’&2-I

J2*45=K/34/0- L2-’27&,- 3*10/=

’&2-

:欧 亚 草 原 植 物 亚 区 H*0,3&,-’0,337,-B

C7,-43*10/,7@

;:ME,F蒙 古 草 原 地 区 东 部 亚 地 区 L2-’2=

7&,-’0,337,-B0/’&2-I/,34/0-3*10/’&2-

)青 藏 高 原 植 物 亚 区 N&-’9,-’<7,4/,*

C7,-43*10/,7@

;)#唐古特地区 O,-’*40/’&2-

H中 国 日 本 森 林 植 物 亚 区 J&-2=P,C,-/3/

620/34C7,-43*10/,7@

;HQQE8F华 北 地 区 黄 土 高 原 亚 地 区 R2045

:5&-,0/’&2-I72/33C7,4/,*3*10/’&2-

;HQ!华中地区 L&BB7/:5&-,0/’&2-

;%Q#横断山脉地区 S/-’B*,-J5,-?/’&2-

是 复合性的过渡I它的 生 物 多 样 性 必 然 更 为 丰 富 和 复 杂T另

外I其地区的生物区系还经常被 提 到 是 中 国 喜 马 拉 雅 森 林 植

物区系向中国=日本森林植物区系的过渡I东洋界动物区系向

古北界动物区系的过渡"#UV$T

W 物种变异丰富

生态过渡带是生 物 生 存 条 件 急 剧 变 化 的 地 带I也 是 物 种

分化的活跃地带T首先I都江堰地区峰峦重叠I岭谷相间I生境

复杂多样I这为物种的 隔 离 分 化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I其 次I自 第

三纪以来I横断山区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抬升I更加速了物

种 分 化 的 过 程I所 以 多 形 态 变 异I多 特 有 类 型 和 地 理 替 代 现

象I成为这里生物明显的特点"VUQQ$T
例如I已发现不少苔藓标本具有明显的形态变异性T兜叶

绢 藓EXYZ[\[Y][Y]̂[_̂‘aabFG硬叶净口藓Ec‘deY[fZ‘aghdie=

]hijgi[fZiejbi(gYfgkYeFG狭 叶 蓑 藓Elb]i[dgZighdmeiigegF等

都是如此T都江堰地区处于我国三个东亚特有苔藓植物分布

中心之一的藏东南=横断山区的东界"Q$T虽然调查研究还不够

全面I但已查明一些高等植物类别的分布与本地区密切相关T
例 如I仅 限 于n华 西 雨 屏 带o的 p#种 特 有 木 本 植 物 中I就 有 M
种 为 都 江 堰 地 区 特 有I它 们 是q青 城 榆EradhfshYdgYkeYfgf

jbi(tgYk]̂eYkf̂bYeYfgfFG四 川 润 楠Elb]̂gahffg]̂hbYeYfgfFG
灌县 槭Eu]eikhbYeYfeFG汶 川 杜 鹃Ev̂ [\[\eY\i[Y ĥYYewga=

agbYhdFG灌 县 花 楸Ex[iyhfkhbYzgbYeYfgfF和 笔 杆 竹E{feh=

\[fbfbkhbYzgbYeYfgfFT此 外I草 本 植 物 中 的 毛 茎 楼 梯 草EX=

abZ[fZedb ĝimg]bhaeFG细 角 楼 梯 草EX(ZeYhg][iiZhdFG灌 县 黄

芪EufZibkbahffgd_f[YggFG青城山铁线莲E|aedbZgftgYk]̂eYk=

f̂bYg]bFG狭 叶 金 盏 苣 苔E}fbdeZihdabY]gm[aghdFG青 城 报 春

E{igdhab]̂eYggFG直 喙 凤 仙 花E~d_bZgeYfh\habZbFG舌 叶 金 腰

E|̂i‘f[f_aeYghdka[ff[_̂‘aahdFG四川沼兰Elbabzgffg]̂hbYg=

]bFG粗 距 舌 缘 兰Ecedg_gagb]ibffg]ba]bibZbF等 V种 为 本 地 特

有!还 有 尚 未 被 最 终 确 认 的 木 本 植 物 灌 县 长 鳞 杜 鹃Ev̂ [\[=

\eY\i[Ya[YkefthbdbZhd ",0(khbYzgbYeYfeF和 灌 县 杜 鹃

Ev̂ (khbYzgbYeYfeF有可能作为仅产于当地的特有种成立#T
鸟类有 Q!种为中国特有Ip种模式标本采于本地I它们是q星

头啄木鸟E{g][g\ef]bYg]b_gaahff$eZf]̂hbYeYfgfFG蓝喉歌鸲E%hf]gYgbf(fje]g]bFG栗腹歌鸲E&(y(’ihYYebF
和褐顶誉鹛Eua]g__eyihYYebwegk[a\gF#T在这种有利于物种隔离分化的天然环境中I昆虫种类的变异和特

化现象无疑是很突出的I可惜缺少这方面的全面分析材料T现在仅仅已知有两种本地特有昆虫q青城箭环

堞ExZg]̂[_̂ ẐbadbYehd[kiYgF和都江堰市癞象EX_gf[dhfswbŶfgeYfgfF#T

( 以大熊猫等为代表的古老原始类型众多

都江堰地区地质历史悠久T第三纪中新世I组成冈瓦纳古陆的印度板块向北推移I俯冲欧亚板块之下I
使喜马拉雅山脉隆起I古地中海槽消失T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I横断山区大幅台升I同时河流加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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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 国 植 被 区 划 中 的 都 江 堰 附 近 地 区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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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2温带南部草原 F3+5601.50DE01-50(1-448-.@

LM’温 带 半 灌 木N灌 木 荒 漠 O0DE01-5040D’7

461+2-.@461+2@040154

P;’高寒草原 Q’(67A38@(1-448-.@

PM’高寒灌丛草甸 Q’(67A38@461+27D0-@3C4

PH’R#山地寒温性针叶林S川西峡谷N山 地N湿 性

常绿阔叶林N冷杉林T;38@750DE01-50A3.’:7

013+4:3104543.D3+.5-’.4

切U形成南北纵向的高山峡谷地貌V在第四纪冰期过程中U
横断山区未曾发生大面积冰川覆盖S只在少数高山有山岳

冰川TU加上亚热带优越的气候条件U从而为古生物类群的

保存提供了天然避难所"WU#X%U因此U横断山区至今保存了众

多 的 古 老 和 原 始 类 型V都 江 堰 地 区 作 为 横 断 山 区 的 一 部

分U古老N原始生物类型的众多也是它的特点V植物方面U
这里分布有不少原始科属和孑遗种类V例如U裸子植物中

有Y活 化 石Z之 称 的 银 杏S[\]̂_‘a\b‘acTU几 百 年 甚 至 上 千

年的古树在区内广泛分布V
被 子 植 物 中 的 原 始 科N属N种 有"##%d木 兰 科 的 木 兰 属

Sec_]‘b\cTN含笑属Se\fghb\cTN木莲属Sec]_b\hi\cTj毛茛

科的银莲花属Sk]hl‘]hTN铁线莲属Smbhlci\nTN乌头属Sk7

f‘]\iolTj樟科的桢楠属Spg‘hahTN润楠属Secfg\bonTN山胡

椒属Sq\]rhscTN木 姜 子 属St\inhcTN赛 楠 属Su‘ig‘vg‘hahTj
连 香 树 科 的 连 香 树Smhsf\\vgwbbolxcv‘]\folTj水 青 树 科

的 水 青 树Syhiscfh]is‘]n\]h]n\nTj领 春 木 科 的 领 春 木Szo7

vihbhcvbh\‘nvhslcTj紫树科的紫树属SuwnncTj清风藤科的

清风藤属S{ca\cTN泡花树属Sehb\‘nlcT等V
蕨 类 植 物 中 起 源 古 老 的 原 始 类 群U如 拟 蕨 类S:01.-87

8’04TN厚 囊 蕨 类S0+4E31-.(’-5-0T和 原 始 薄 囊 蕨 类SE137

5380E534E31-.(’-5-0T在 这 里 都 有 代 表U分 布 在 都 江 堰 地 区

的中国特有蕨类有 $$种

|

|V单种属和少种属的数目对反

映一个地区区系的古老性有很大意义V都江堰地区的单种

属种子植物有 !}个U少种属 W~个U分别占当地种子植物的

#~)!"和 #$)#"U二者合占 #~)!"V其中单种属中有中国

特有属 $XU少种属中有中国特有属 #!V区内共有中国特有

属 }W个U占中国全部特有属的 #!)$"V这些特有属大多出

现于单种属和少种属中V在面积仅 #XXX多 BD$的范围内

有如此多的中国特有属U已属可观V随着调查的深入U比例

还会增加V
除了原始科属以及单种属和少种属外U珍稀濒危植物也十分丰富U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有珙桐一

种U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有银杏N杜仲Szof‘ll\cobl‘\rhnTN连香树N鹅掌楸St\s\‘rh]rs‘]fg\]h]n\nTN
水 青 树N篦 子 三 尖 杉Smhvgcb‘ic#on‘b\$hs\T等U属 于 国 家 三 级 重 点 保 护 的 有 领 春 木N梓 叶 槭Skfhsfcicbv\7

%‘b\olTN厚 朴Sec_]‘b\c‘%%\f\]cb\nTN穗 花 杉Sklh]‘ic#oncs_‘ich]n\nTN丽 江 铁 杉Syno_c%‘sshni\\TN楠 木

Spg‘hah&gh]]c]TN银 鹊 树Sycv\nf\cn\]h]n\nTN八 角 莲S’wn‘nlc$hsn\vhbb\nTN延 龄 草Sys\bb\olinfg‘]‘n̂\\T
等V此外U四川省建议保护的植物有 #X!种"##%V

初步统计U出现于本区的中国特有动物共 W!种U其中灵长类 $种U哺乳类 }}种U鸟类 #}种U爬行类 }
种U两栖 类 #(种U鱼 类 $)种V在 这 些 中 国 特 有 动 物 中U特 别 引 起 人 们 注 意 的 是 大 熊 猫Sk\bos‘v‘rc

lhbc]‘bhofcTN金 丝 猴S*g\]‘v\ighfons‘#hbbc]chTN小 熊 猫Sk\boson%ob_c]nTN扭 角 羚S+or‘sfcnic#\f‘b‘sT
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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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中的都江堰附近地区部

分

"#$%! &’(#)*$+)**,)-.+-,$#/*0#*12,-,$#/*3

)4#5)1#/*/65//3$,/$-)72+/682#*)
古北界 9)4),)-:1#:-,)4;

< 华北区 =/-1282#*)-,$#/*

<>黄土高原亚区 ?/,0074)1,)’0’.-,$#/*

@ 华中区 A#BB4,82#*)

@>西 部 山 地 高 原 亚 区 C,01,-*;/’*1)#*)*B

74)1,)’0’.-,$#/*

D 蒙新区 A/*$/4#)*)*BE#*(#)*$-,$#/*

DF东部草原亚区 G)01,-*$-)004)*B0’.-,$#/*

D>西部荒漠亚区 C,01,-*B,0,-10’.-,$#/*

H 青藏区 I#*$5)*$94)1,)’-,$#/*

HF羌塘高原亚区 J#)*$1)*$94)1,)’0’.-,$#/*

H>青海藏南亚区 I#*$2)#K)*$*)*0’.-,$#/*
东洋界 L-#,*1)4-,)4;

M西南区 N/’12O,01,-*-,$#/*

MF西南山地亚区 N/’12O,01,-*;/’*1)#*0’.3

-,$#/*

都江堰地区是P国宝Q大熊猫的重要分布中心地之一R
在龙池3虹口保护区范围内已记录到 !STUS只R由于气候

温 暖湿润V在适合大熊猫生活的海拔高度WXYSSTZ[SS;\
内有茂密的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V大熊猫主食的竹类也很

丰富R水网密又为大熊猫提供了良好的隐蔽及饮水条件V
这 一切构成大熊猫最适合的栖 息 地R把 这 个 地 区 加 以 保

护V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V大熊猫 种 群 有 可 能 得 到 稳 定 和

进一步的发展R
目前V都江堰地区 的 珍 稀 濒 危 动 物 中V列 入 国 家 重 点

保 护的V有一级保护的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云 豹Ŵ _3

‘a_bcde_fgb‘dh\]金线 豹Wihejk_lhmhlngd\!种o列 入 二 级

保护的有藏酋猴Wphqhqhjkcf_jheh\]马麝Wp‘dqkgddcahe3

cqgd\]岩 羊Wid_gn‘cdehrhgl\]猕 猴Wphqhqhsgbhjjh\]黑

熊 Wt_b_ehlqj‘djkcf_jhegd\]毛 冠 鹿Wubhmk‘ngdq_mkhb‘3

mkgd\等 [v种V鸟 类 红 腹 角 雉Wwlhx‘mhejk_ssceqycc\等

[[种V鱼类虎嘉鱼Wzgqk‘fb__y_lcycsglh\一种{R|

} 横断山北段典型性的完整垂直带系列

境内 最 高 山 光 光 山V海 拔 ~!YX;V比 中 国 东 部 最 高 峰

秦岭 太 白 山WZvUY;\还 高 !S~;V都 江 堰 城 区 附 近 海 拔

USS;左右R在短距离内V相对高差达 ZYYX;R因而具有明

显的垂直带分异"[ZV[~#R共可划分出 U个垂直带$R

W[\USST[!SS;基带V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大部已遭破坏V仅在少数地方有 残 余V组 成 乔 木 层 的 优 势

树 种 主 要 为 樟 科 的 桢 楠]四 川 润 楠]小 果 润 楠Wphqkcbgd

scql‘qhlmh\等R动 物 以 东 洋 界 的 种 类 为 主V兽 类 如 小 麂

Wpgejchqgdl__%_dc\]金 猫 W&_bcdj_ssceqyc\]大 灵 猫

W’c%_llh(cf_jkh\]小 灵 猫 W’c%_llcqgbhcencqh\]水 鹿

W)_l%gdgecq‘b‘l\]云 豹]猕 猴]藏 酋 猴 以 及 昆 虫 竹 节 虫

W*hqgbgsqkce_edcd\]栎大蚜W+hqkegdl‘f‘lcd\]樟白轮蚧W,dmcncqjgdjgf_lqgbhlcd\等R

WX\[!SSTXSSS;山地常绿与落叶阔 叶 混 交 林 带 优 势 种 有 包 石 栎W-cjk‘qhlmgdqb_cdj‘qhlmgd\]刺 苞

米槠W)hdjhe‘mdcdqhlb_dcc.)-%dmcegb‘dh\]珙桐]香桦W*_jgbhcedcxecd\]槭W,q_l077%\等R大型动物与前带

相 似V昆 虫 有 晨 星 蛾 蜡W)lrj‘abhjhagjjgbhlcd\]斑 衣 蜡 蝉W-rq‘lshn_bcqhjgbh\]彩 臂 金 龟W)k_cl‘j‘egdx_3

djl‘c\]竹虎天牛W)kb‘l‘mk‘lgdheegbhlcd\等R

WZ\XSSSTX~SS;山地常绿针叶3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主要组成种类有铁杉Wwdgxhqkce_edcd\]云南铁

杉Ww%ngs‘dh\]冷杉W,fc_dahflc\]栎类W/g_lqgd077%\]桦W*_jgbh077%\等R动物有兽类云豹]黑熊]大熊

猫]小熊猫]林麝Wp‘dqkgdf_l_(‘%dycc\]毛冠鹿]鬣羚W)hmlcq‘lecddgshjlh_edcd\]斑羚Ŵ h_s‘lk_ngdx‘lhb\
等V主 要 昆 虫 有 落 叶 松 球 蚜 红 杉 亚 种 W,n_bx_dbhlcqcdm‘jhececbhlcqcd\]住 冷 杉 林 蚜 W)cehlh

hfc_jckhk_fcjhed\]云杉树叶象Wikrbb‘fcgd077%\等R

W~\X~SSTZ~SS;亚高山针叶林带 优势乔木有铁杉]云南铁杉]冷杉]岷江冷杉W,fc_dah0‘echeh\等R
动物为寒温性的毛冠鹿]林麝]斑羚]鬣羚]金丝猴]大熊猫]小熊猫]扭角羚等V昆虫与上带相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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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光光山自然植被垂直带谱简化模式

"#$%! &#’()#*#+,’-,+)-*./+0+1.#23)4-5+6-*

0+$+.3.#-5-*7835$9$835$:-85.3#5

;<=>?<@A>B@@’亚 高 山 常 绿 革 叶 灌 丛 带 组 成 种

类 有 多 种 杜 鹃 ;CDEFEFGHFIEHJKK%=L箭 竹 ;MNIOGJPN

6((%=等Q

;!=>B@@A?@@@’高 山 草 甸 带 组 成 群 落 的 植 物 种

类极其丰富R包括禾本科L菊科L毛茛科L蔷薇科L百合科L
虎耳草科等众多植物Q

上 述 两 带 的 动 物 以 耐 寒 性R高 地 型 和 北 方 型 的 兽 类

为 主R常 见 的 有 黄 河 鼠 兔;STDEUEHNDVNHOGHJPJ=L根 田 鼠

;WPTIEUVJEGTEHEXVJ=L岩 羊L马 麝L扭 角 羚 等R昆 虫 无 记

载Q

;Y=?@@@A?<BZ’高 山 流 石 滩 稀 疏 植 被 带 仅 有 稀

疏不连续的植被R由菊科L景天科L虎耳草科L石竹科等科

的一些低矮草本组成R动物无记载Q
光光山垂直带谱R一共包含 Y个垂直带R在整个横断

山北段是最完整的R最具有代表性Q可以看到它有 >个特

点[\和北方的山地相比R它缺少落叶阔叶林带R但横断山区其他部分高山也都如此]̂ 亚高山针叶林带分

布 范围较宽R其下限比同纬度其他山地低 Z@@A>@@’R而且没有云杉;_PTGN=占优势的云杉林]‘常绿阔叶

林的优势种是由樟科桢楠属L润楠属植物组成R而与同纬度的华东L华南地区的常绿阔叶林不一样R那些地

方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是由山毛榉科和山茶科植物组成Q正是由于光光山植被垂直带系列的这些特点R使

它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垂直分异有很独特的意义Q

a 物种资源丰富R高山和亚高山种类繁多

以上从交汇L分化和存留 >方面分析了都江堰地区影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的几个大尺度因素和实例Q
分析结果表明都江堰地区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地区Q尽管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研究还很不够R但已有资料已足以说明它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上的重要性Q不论从物种;包括所包

含的基因=或生态系统层次看R都是十分丰富的Q在不到 b@@@c’Z的范围内R已记录的高等植物有 >@bZ种

;隶属 ZYB科Rb>!<属R包括栽培的在内=R其中苔藓 >dY种;!Y科RbBZ属=R蕨类 Z@>种;>B科RY>属=R裸子

植物 BY种;b@科R>b属=R被子植物 Z>Z<种;b!>科Rb@Yd属=Q动物种类也十分繁多R已知脊椎动物 <B!种R
其中包括哺乳动物 dd种R鸟纲 >!Y种R爬行纲 ZZ种R两栖纲 Z>种R鱼纲 Y<种Q昆虫共采集到 <b?Z!号标

本R已 定 名 的 bbBY种;Zb目Rb>!科=R估 计 区 内 昆 虫 总 数 在 b@@@@种 以 上Q这 些 数 目 均 超 过 邻 区 的 峨 眉

山\Qe

在像都江堰地区这样一个山岭重迭R高山深谷相间的地方R近缘物种常常因山岭的阻隔R生境的特殊R
而分化成不同的种类R出现众多的地理替代现象R这种情况在本区高海拔地带尤为明显Q

都江堰地区的亚高山和高山带集中了大量的杜鹃花科L报春花科L龙胆科L虎耳草科等科的种类Q杜鹃

科 中仅杜鹃属;CDEFEFGHFIEH=就有 b@Z种R它们大部分出现于亚高山灌丛]报春花科的报春 属;fIPXVgN=
有 <B种R绝大部分分布于亚高山草甸]龙胆科的龙胆属有 B种分布于本区R其中 <种分布于亚高山和高山

草甸Q虎耳草科的虎耳草属;hNiPjINON=有 b?种见于本区R其中 bb种出现于亚高山和高山草甸Q杜鹃花L
报春花和龙胆都是美丽的花卉R当它们开放时R姹紫嫣红R形成k高山花园lQ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建立以来R
已搜集保存了原始杜鹃花 Z<@余种R并有 b</’Z的栽培面积R进一步增加了杜鹃花的丰富度R使这个地区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杜鹃花属植物的最大种质保存基地mbbnR̂ Q
动物方面R这些高海拔地区是典型古北种分布的所在Q大致针阔叶混交林带以上古北界成分为主R常

>>b期 陈昌笃[都江堰地区 横断山北段生物多样性交汇L分化和存留的枢纽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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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以下东洋界成分为主!两个混交林带是其间的过渡!活动于高原面"亚高山针叶林#亚

高 山草甸的典型古北种动物有$牛羚%&’()*+,-.,/+)0)*1"藏马鸡%2)--)3.40)5+*)--)3.40)51"血雉%6.7,8454-

+*’9*.’-1"岩羊"白唇鹿%29*:’-,0;4*)-.*4-1"雪豹%<,5.79*,’5+4,1"金雕%=>’40,+7*?-,9.)-1"玉带海雕%@,0A

4.’-09’+)*?37’-1"斑尾榛鸡%B9.*,-.9--9’9*C)D41以及多种雪雀%E)5.4F*458400,-33G1等!特有种的众多也

是这里的特点#如胡兀鹫%H?3,9.’-;,*;,.’-1"蓝马鸡%2*)--)3.40)5,’*4.’I1等!东洋成分的棕草鹛%&,;,/

J)-0)D41"大噪鹛%H,**’0,/I,/4I’-G1#其分布上限可达 KLMMNOPMMQ#它们是高海特化类型的代表!
综上分析说明#都江堰地区是中国高山亚高山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R 结语

都 江 堰 附 近 地 区 是 中 国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大 尺 度#复 合 性 的 生 态 过 渡 带#因 而 它 是 多 方 来 源 物 种 的 交 汇

处S由于它高山深谷相间#生境条件复杂#它又是物种分化的摇篮S加之第四纪冰川期未受大陆冰川覆盖#
有利于保持众多古老孑遗成分#因而成为生物物种富集的地区S短距离内的巨大高差和复杂地形#也加强

了生态系统的繁复性#使它在横断山北段具有代表性的完整垂直带系列TUKV!
总之#这里是大自然的实验场地#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橱#是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一块宝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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